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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空间大地测量的崛起，使大地测量学理论和观测技术发生了巨变。
另一方面，1967-=1968年板块大地构造学说的提出，是人们对地球的认识的一个飞跃，从而引起地球
科学的巨变。
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地测量学冲破了过去的局限性，由区域性大地测量发展为包括海洋的全球性大地
测量；由研究地球表面发展为涉及地球内部；由静态大地测量发展为动力大地测量；由测地发展为测
月和太阳系各行星。
面对大地测量学如此丰富的内涵，著者深感有必要对它作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以反映当代大地测量的
发展水平，于是与鲁福先生协作，历时10年写成《现代大地测量学》，上、下册分别于1993年和1995
年出版。
自接受本书的撰写任务后，为了以有限篇幅包容大地测量学最新成就，著者以上述著作为基础，参阅
了直到2002年8月的中外大地测量有关文献，力求使此书取材新颖，贴近现代。
本书第4章4.8 节“测量平差法和误差理论的创新”特请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研究的欧吉坤先生撰写。
笔者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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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空间大地测量的崛起，大地测量学发生了巨大变革，出现了崭新的大地测量理论和方法。
传统大地测量方法绝大部分为新方法所取代，经典大地测量理论因赋予了新的内容而发扬光大，大地
测量应用领域大大扩展。
为了以有限篇幅包容大地测量的最新发展，对于已被取代的传统大地测量，《现代大地测量学的理论
及其应用》只作概述；对于现在仍有价值的理论，则采取压缩方式，即简明扼要，但无损于内容。
《现代大地测量学的理论及其应用》着重于新理论和新方法以及新应用领域的介绍，特别是大地测量
在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退化和矿产资源日益枯竭三大问题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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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就观测方向和天顶角来说，大地测量的测角仪器在原理上可用于天文观测。
但为了适应天文观测的特点，需要作必要的改变和配备一些附件。
一般的测角仪器只观测低目标，天文观测有时需要观测近天顶星，所以望远镜需要改成折轴式的。
一般的测角仪器只观测固定目标，天文观测需要跟踪移动的星影，所以需要装有动丝的超人差测微器
，以消减人差的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角度观测中消减仪器误差的通用方法，在天文观测中已不适用，所以需要有高灵敏度
的跨水准器或挂水准器以及与水平轴成正交的水准器。
用来分别测量水平轴倾斜和望远镜倾斜的变化。
满足上述要求的测角仪器称为全能经纬仪，如瑞士WILD厂的T4。
同一瞬时某地的地方恒星时与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上零点的恒星时之差，就是该地的经度。
因此，天文经度的测定包括两项工作：一是观测恒星以测定地方恒星时（简称测时）；二是收录时号
，求定同一瞬时本初子午线零点的恒星时。
无线电时号是以一定频率按一定程序播送的时间信号，因此，经度测定就是测时。
某些固定天文台站测时和纬度所采用的仪器和方法与大地天文观测所采用的相同，如中星仪、天顶仪
、棱镜等高仪和摄影天顶筒。
这些仪器用于大地天文观测，体型都有了改变，使之小而轻，适用于野外观测。
因此，有人也把大地天文学称为野外天文学。
固定台站和野外天文观测虽然都是测时和纬度，但它们的任务各不相同。
固定台站是为编算星表提供数据，或者是提供地球自转参数。
就前一任务来说，现在已发射了载有空间望远镜的天体测量卫星，目的在于编算高精度的星表，它提
供的数据比地面固定台站丰富得多，详见参考文献[2]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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